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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承命在2006年接續前輩陳唐山先

生推動台灣的外交工作，同時也有機會跟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的同仁們一起透過國

際合作，參與國際社會的發展與建設，至

感榮幸。

　　2005年是我國國際合作發展工作至

為關鍵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八大工業國

（G8）同意取消18個發展中國家所積欠

的400億美元債務、聯合國針對千禧年發

展目標（MDGs）提出了第一份的五年檢

視報告、南亞海嘯的災後重建在國際社會

的共同努力下漸漸步入常軌、世界首強的

美國遭逢卡崔娜颶風的肆虐、禽流感疫情

大規模擴散備受全球關注警戒，這一連串的國際大事，顯現出國際社會是一個緊密連

結、互賴互依的全球社群。身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分子，台灣不但沒有置身度外，也

積極地參與世界的建設，分享台灣經驗，冀能透過堅實的國際合作，協助發展中國家建

構自立自足的能力。

　　國合會作為台灣專業從事國際合作發展工作的機構，過去一年的成績都記載在這一

本年報中，藉由各項數據與介紹，清楚說明台灣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建設的努力與成果。

　　對於台灣的國際合作發展工作而言，2005年也是重要的里程碑。從1959年派遣第

一支技術團隊協助越南發展農業開始，台灣由接受外援走向提供外援，是國際經濟合作

的良好範例；隨著國際趨勢的變遷以及台灣本身的經濟轉型與國力提升，國際合作領域

也朝向多元化發展，含括農業、漁業、畜牧業、醫療、工商業、經貿及資訊科技等層

面，在近半世紀的國際合作歷程中，累積了豐厚的經驗與傳統。國合會作為台灣專業的

援外機構，其使命在於使台灣從國際合作事業的面向來深化國際事務的參與，一方面增

進台灣的整體國家利益，另一方面也促進世界的總體發展，不僅名符其實地將台灣與國

際社會連結在一起，也實踐了陳總統水扁先生所說的「世界走進來，台灣走出去」，達

到與友我國家「合作共榮」的理想。2005年適逢台灣對外技術援助45週年，國合會透過

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喚起這段歷史榮光，重新聚集了許多奉獻畢生心力於國際合作事業的

前輩們，也讓國內民眾領會到台灣投入援外工作的堅持。

　　國際合作與發展是一項結合了專業技術與人道關懷的複雜工作，在陳前部長唐山先

生等歷任董事長的成功帶領下，國合會藉由專業的評估、執行與監督機制，整合「資

金」、「人才」、「技術」三個構面，以「投資融資」、「技術合作」、「國際人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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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人道援助」四項工作方式，打造出一個完整的國際合作架構，協助發展中國

家拓展自立自足能力。更重要的是，國合會的各項工作都以因地制宜的方式來推行，在

執行援外工作的過程中不斷地累積相關經驗，持續地往「國際合作的整合平台」邁進，

加強與政府各部門、非營利組織以及企業的夥伴關係，力求各項計畫都切實符合合作國

家的具體需要，協助國際社會降低貧窮、繁榮發展。

　　另一方面，伴隨著外交工作的推展，國合會也不斷地與世界各重要國際機構協力並

進，同步成長，與中美洲經濟整合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重要區域

機構共同進行發展計畫，充分發揮整合的功能，不僅讓有限的資源產出最大的效益，也

拓展了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能見度，對於政府近年來努力推動加入國際組織，帶來一定

的正面意義與助益。

　　在個人擔任公職期間，有機會參與多次的高層出訪、國際會議與各項談判，深感外

交工作經緯萬端，亟需全民的參與投入。國合會的「外交替代役」與「海外志工」正是

「全民外交」的最佳示範。每當我在海外看到一位位年輕的替代役男以及專業的海外志

工背著行囊、邁開步伐向需要的人們走去，便深感台灣的外交工作又多了一股充滿活

力與生氣的新血，這些年輕新血也將因自己的毅然投入而開闊自己的人生視野。更重要

的是，替代役男與海外志工的投入也提醒我們外交與援外工作需要加強與民眾的溝通接

觸，因為援外工作相當需要社會大眾的參與，藉由民間力量的灌注，台灣的對外關係將

可以隨著國際合作而走得更遠、獲得更多、持續更久。因此，國合會有義務加強與國人

的溝通與對話，更積極地吸引民眾投入國際合作志業，以更多的互動讓社會大眾認識國

際合作發展工作的真諦，進而了解並加入國際合作發展工作的行列。

　　回顧過往的努力，可以讓我們更堅定地走向未來。過去一年裡，國合會在陳前董事

長的領導下持續地推動各項國際合作計畫，不斷向國際社會傳遞台灣的積極參與將使世

界更加美好的訊息。值此年報出刊之際，感謝全體國人對於國際合作業務的肯定與鼓

勵，並對各有關機構的參與及協助表達敬意與謝意。展望來年，我們定當持續加強現有

計畫的執行與管理，同時積極開拓新合作領域，從理想著眼，從現實著手，以立足台

灣，放眼全世界。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黃志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謹識


